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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视角下新生代员工
越轨创新行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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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２８０名新生代员工为调查对象,本文探讨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

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同时也验证了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与组织结构有机性、雇佣关系氛围的双重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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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拥有新的发

展机遇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激
发员工的创新活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然而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却面临着“创新悖论”,一方面

企业给予员工高度的工作自主性、适当的授权以刺激

员工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又因资源的有限性与创

新的不确定性而否决大多数创新方案与创新想法[１].
这使得创新想法被否决的员工可能会坚持自己的创

新方案,进而私下偷偷地进行创新活动,直到获得一

定的创新成果后,再去获取企业的支持与认可.因

此,将这种未得到企业认可与支持的“私下”创新行为

称为越轨创新行为[２].研究表明越轨创新行为有重

要的探讨意义,一方面企业为了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

而设置一系列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的创新行为,然
而员工为了谋求更多的工作自主性不断地进行越轨

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若越轨创新行为获得成功,将
会给企业带来革命性的技术与产品,从而为企业带来

巨大的效益[３].学者 Augsdorfer[３]研究表明８０％的

科技公司存在越轨创新行为,而这些公司研发部门的

越轨创新行为甚至高达５％~１０％.可见,员工越轨

创新行为在企业中频繁发生.尤其是在创新致胜的

时代,该行为不可避免,将会愈发的涌现和突显[１].
虽然越轨创新行为在企业中时有发生,但目前国

内外对越轨创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对越

轨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组织的影响上,缺乏对越

轨创新前因的探索.尤其是在我国情境下,领导方式

是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而企业中的

上下级关系又建立在传统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领导

对待下属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差别地对待,受领导

者偏袒的员工会获得更多的包容、宽恕、关怀与机会,
更容易被领导擢升和嘉奖[４].郑伯埙[５]首次提出差序

式领导并根据“亲”、“忠”和“才”三个标准,将下属分

为内部员工和外部员工.其理论基础是费孝通[６]提

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该理论以自我为中心,根据他人

与自己的关系距离划分为不同的同心圆,离中心越近

的人表明与自己的关系越近.这种社会关系同样也

会对企业员工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关于领

导风格对越轨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以

西方领导行为方式为主,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

风格,如差序式领导是如何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缺乏深

入探讨.因此,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差序式领导行

为,来探讨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才能更

好地解释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激发路径.
因此,本文基于差序式领导,探讨对新生代员工

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员工的行为和

态度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员工会受到

内部驱动力的影响,而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心理

感知状态,是指个体对自身创新能力的信心,坚信自

己能将一系列创新想法付诸行动[７].尤其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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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９年出生的新一代员工,已成为企业生

产与制造的主体力量,其教育水平比较高、思想开放、

创新想法层出不穷且讨厌复杂繁琐的流程约束.与

其他员工相比,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组织资源进行创新

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又因自身追求创新自主性而与组

织规范产生冲突,容易产生越轨创新行为[８].因此,

新生代员工更容易在没有得到组织认可或支持的情

况下,私自践行创新想法,坚信自己的创新会给组织

带来绩效[３].同时又因新生代员工是企业的新鲜血

液和主体,是所有员工中最具创新力的群体,因此,很
有必要从新生代员工个人感知的角度探讨差序式领

导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对

差序式领导进行了研究.其中差序式领导对个体层

面的影 响 分 为 职 场 非 伦 理 行 为[９]、员 工 利 社 会 行

为[１０]、亲组织非伦理行为[１１]、个体创新行为[４]等四个

方面;而差序式领导对组织层面的研究又可分为心理

授权[１２]、团队冲突[１３]、团队创造力[１４]等三个方面.以

上可看出大部分学者以企业相关技术研发人员为研

究对象,却忽略了新一代技术研发人员这一群体.因

此,本文着重研究差序式领导如何影响新生代员工越

轨创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差序式领导的研究

范围.同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引入创新自我效能

感为中介变量,深入探讨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

轨创新行为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提高新生代员工创新

能力提供建议.此外,本文尝试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

角引入雇佣关系氛围与组织结构有机性为调节变量,

来探讨其对差序式领导、创新自我效能感与新生代员

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并明确其中的边界

条件.虽然越轨创新与常规性的创新都是员工产生

创新想法,并通过实践将创意变成产品的过程,但越

轨创新不是“越轨”与“创新”的简单相加,而是以“越
轨”的方式进行创新,具有行为的非法性与目的的合

法性[１].而深入探讨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

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可以为企业领导者如何灵活地

把握组织规范的松紧度,尊重与包容员工不同的创新

方式,支持员工的利组织行为,缓解新生代员工越轨

创新行为与组织规范间的冲突提供理论拓展和实践

参考.

二、理论与假设

(一)差序式领导与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

差序式领导将下属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并对内

部人非常偏爱[５].研究表明,虽然领导差别地对待员

工,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目标,实现“组
织大同”[１５],而不是将内外部员工割裂开.内部与外

部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

化[１０].当内部人在工作中出现不符合领导要求时,领
导会将内部人逐渐转为外部人;当外部人想融入内部

时,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司表达自己的“忠”,进而

慢慢地融入圈.因此,内部人会因害怕被踢出圈而更

加努力工作,对领导更加忠诚;外部人会因想成为内

部人而加倍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鉴于

此,本研究基于内部与外部两个视角探讨差序式领导

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

越轨创新行为是指员工个体自愿进行的且未得

到组织支持与认可而私下偷偷开展的,预期能给组织

带来绩效的角色外行为[２,１６].研究表明领导方式是影

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重要情景因素[１７].首先,差序

式领导对内部新生代员工所表现出来的包容、关照、

支持与沟通等人本主义倾向,体现了领导对内部新生

代员工的信任,可以为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差序式领导注重与内部新生代

员工间的关系,不会因上下级关系的不平等迫使员工

服从组织规范,而是通过沟通,挖掘员工的创新想法,

来维持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高质量的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有助于加强领导与员工的沟通,挖掘新

生代员工的创新潜力,使新生代员工更富有主动性与

责任感,愿意为组织进行更多的角色外行为[１８],进而

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１９].再次,差序式领导对内部

新生代员工的支持性表明管理者鼓励员工在遇到困

难时,向自己寻求帮助.当领导包容内部新生代员工

的错误与失败,给予他们精神鼓励与资源支持,并表

示也愿意为此承担一定的风险时,基于“报恩”的心

理,新生代员工相信他们可以回报领导,因此他们敢

于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后,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内部新生代员工相比于外部员工更容易获得组织资

源,当初始工作资源较多时,员工更倾向于采取风险

资源投资策略和更积极的行为.他们不太容易受到

资源损失的影响,并且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源[２０].一

方面当新生代员工为组织带来高绩效时,领导会给予

内部新生代员工更多的资源支持,新生代员工感觉到

资源增加,从而敢于进行越轨创新行为;当越轨创新

未达到组织目标时,领导对内部员工也不会过分的责

备,员工感知自身资源损失威胁性减少.另一方面当

员工的创新方案与领导的发展战略相冲突,有可能会

得不到支持时,由于内部新生代员工受到领导更多的

包容与较小的犯错成本,使内部新生代员工敢于尝

试、勇于承担越轨创新行为的后果,从而敢于在未经

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私自进行创新活动.

相反,外部新生代员工可能会因领导对内部员工

的偏私而产生疏离感,从而造成一定的心理和工作压

力.内部与外部界限越清晰,外部新生代员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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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大,就越会激起外部人的不满.根据社会认知理

论,个体行为受环境影响,领导的差别对待会使外部

新生代员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领导的赏识,进
而成为内部人.这种信念越强越愿意进行角色外的

创新行为.同时,因外部的新生代员工与上级领导之

间缺乏信任与沟通,他们往往认为领导不会支持他们

的创新想法.但因外部新生代员工对成为内部人的

愿望非常强烈,会促使新生代员工愿意承担风险而采

用越轨的方式进行创新.

综上所述,领导对内部新生代员工的支持、包容、

鼓励以及较低的犯错成本,有助于新生代员工突破组

织刚性约束,诱发更多的越轨创新行为;外部新生代

员工因想获得“内部”身份而选择“铤而走险”的方式

进行创新活动.虽然内外部新生代员工有不同的动

机,但差序式领导都会促进新生代员工进行越轨创新

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１:差序式领导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

行为.
(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基于自我效能理论与创造理

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指个体对自身创新能力

的信心和信念,坚信自己能将一系列创新想法付诸行

动.创新自我效能感是动态的,在不同情境下是可以

变化的,其变化取决于所处环境对个体的影响[７].根

据社会认知理论,领导风格对个体自我认知和自我信

念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创新想法

的产生及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２１].拥有内部身份

的新生代员工会受到领导者较多的关心、交流、授权、

培训机会、工作资源与较少的控制,这将使新生代员

工产生更多积极情绪,使创新自我效能感处于较高水

平.同时,领导者的宽容和偏袒会提高内部人员的自

我价值感,使他们对自身的创新能力更有信心,从而

提高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２２].而在创新的过程中,

内部新生代员工又会受到领导更多的信任与支持,为
其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增强了内部新生代员工对创新

的信心,随之新生代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也将会升

高.领导者的偏袒作风会对外部新生代员工产生激

励作用,当他们想成为内部人时,就会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获得领导赏识,这将使外部新生代员工不断努力

工作以提升自己,在工作时也会更加顺畅,对自己的

创新能力也更加有自信心,进而增强创新自我效

能感.

虽然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探索了差序式领导对

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但针对新生代员工而言,

差序式领导是如何影响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有

待进一步探讨.差序式领导给予内部人员更多的信

任、宽容、关爱和支持,从而提高新生代员工的创新自

我效能感,进而使他们在创新活动中更加积极.基于

社会认知理论,个体认知、环境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的,

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和控制功能是行为的决定因素.

而创新自我效能感对于新生代员工开展创新活动非

常重要,容易激发新生代员工主动进行创新活动.由

于新生代员工思维活跃,漠视权威,不墨守成规,希望

接受挑战,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２３].一方面,当创新

想法得不到组织的认可与支持时,具有高创新自我效

能感的员工对自身的创新能力有信心,坚信自己能够

战胜困难,为组织带来绩效,坚持实施创新活动,但也

容易产生愤怒与悲伤的负面情绪,进而可能产生越轨

创新行为[２];另一方面,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新生代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挑战,在领导未知创新

想法的情况下,通常会把失败归因于自身的努力不

够,会更加努力工作、追加投入来证明自己的创新想

法,即进行越轨创新行为[１].Parker[２４]在研究中也认

为当员工感知到自己是被信任和尊重的,他们就会有

信心去做一些角色外行为.综上所述,拥有较高创新

自我效能感的新生代员工,越敢于打破常规进行越轨

创新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２: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序式领导与新生代员

工越轨创新行为关系间起着中介效应.
(三)雇佣关系氛围的调节效应

雇佣关系氛围作为组织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管理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领

导与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这将会影响员工的认知和

行为.而新生代员工渴望跨越组织范围的创新工作

和深造机会,注重以和谐的雇佣关系满足自己的心理

需求,从而提高自我价值[２５].在这种氛围下,当新生

代员工感知到企业领导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待他们

时,就会被激发出相应的认知、做出相应的行为.因

此,员工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雇佣关系氛围有很大

的关联.在相互尊重、信任与公正的和谐雇佣关系氛

围下,会使内部与外部人对领导的心理感知差距缩

小,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从而

使领导与内外部人处在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与领导的沟通会更加顺畅,会
使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重视,从而对组织产生依赖

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相反,

雇佣关系氛围不和谐时,员工和领导之间所包含的信

任、关心与共享的氛围质量比较差,身处这种氛围的

内外部人可能会感受不到被领导重视,使其心理安全

感知程度降低,进而可能会用消极怠工的态度对待工

作,而这种消极怠工的工作态度很难提高员工的创新

自我效能感.

综上所述,当雇佣关系氛围和谐时,内部新生代

员工会因领导的偏袒,得到更多的资源与较小的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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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会在做完自己分内工作的情况下,更加努力工

作而进行角色外行为;外部新生代员工会因为想进

“圈”,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会做一些亲社会行为,以讨

好领导者,即创新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反之,当雇

佣关系氛围差时,新生代员工只想完成分内工作,不
会做角色外的努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３:雇佣关系氛围正向调节了差序式领导对新

生代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随着雇佣关系氛围

越和谐,这一关系就越强;
(四)组织结构有机性的调节效应

根据企业组织结构柔性程度,可以将组织结构分

为有机性与机械性两类[２６].在机械式组织结构中,权
力高度集中、组织层级严密、标准化规则比较多、结构

相对稳定但灵活性低、倾向于垂直化管理、职能分工

明确、控制幅度较小.而组织结构有机性往往是扁平

的、分权化、部门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清晰、层级数

量比较少、控制幅度较大、强调纵向沟通.这种组织

结构更加灵活,有利于沟通[２７].由此在有机式组织结

构中内部新生代员工有更多的机会与领导者接触,领
导者的偏私风格也会更容易被外部人感受到.因此,

组织结构有机性是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沟通和灵活性

的良好反映.

组织结构与组织中其他因素的交互效应可以解

释组织内部的一些现象[２８].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员

工心理、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组织结构有机性越

高,组织的文化和氛围越好,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就

越高,越有利于进行创新活动.若企业组织结构趋于

有机性,差序式领导会给予内部新生代员工更多的支

持,会使他们缩小与领导的心理差距,增强其心理安

全感,能够形成自主探索的氛围,以更加积极主动的

态度面对各种事物.而新生代员工具有风险偏好、勇
于接受挑战的特点,在有机性组织结构中他们不担心

失败的后果、敢于承担责任、大胆探索新事物.因此,

更容易诱发其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其创

新自我效能感.组织结构有机性的特点是协调能力

顺畅,创新能力较高,注重纵向沟通.对于外部新生

代员工来说,组织结构有机性强调垂直沟通,从而领

导者的风格也容易被外部人感受到,进而有更多的机

会与领导接触与沟通,同时也利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会加强新生代员工对领导的信赖,提高工作热

情,减缓焦虑,进而增强新生代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

感,激励他们进行创新行为,使外部新生代员工更容

易加入“圈”.而机械式的组织结构由于其权力集中

化、组织层级严密、标准化规则比较多、职能分工明确

的特点,会影响员工与领导的沟通与交流,限制员工

行为,从而降低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基于此,本文

提出假设:

H４:组织结构有机性正向调节了差序式领导对

新生代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随着组织结构有

机性越明显,这一关系就越强;

综上分析,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序式领导与新生

代员工越轨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雇佣关系氛围、组
织结构有机性正向增强了差序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因此,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受到

雇佣关系氛围与组织结构有机性的调节.

H５:雇佣关系氛围正向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感

在差序式领导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即随着

雇佣关系氛围越和谐,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序式领导

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H６:组织结构有机性正向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

感在差序式领导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即随

着组织结构有机性越明显,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序式

领导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综上所述,构建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

行为的影响路径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员工(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

出生).样本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河北省和云南省等

地区的３家企业,其业务涉及软件开发、生产制造等

方面.本研究采用纸质问卷、网络问卷两种方式进行

发放,调研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３月到６月,此次共发放

４３６份问卷,收回３３５份,回收率为７６８３％,删除重

复填写与答题时间较短(不足１００秒)的无效问卷后,

获得有效问卷２８０份,有效率为８３５８％.在员工样

本数据中,５７９％为男性,４２１％为女性;年龄以２０—

２５岁和２６—３０岁为主,分别占４０％和３３２％,３１—

３５岁占１７２％,３５—４０岁占９６％;本科和研究生学

历分别占６２９％和２６４％,大专学历占９６％,高中

及以下学历占１１％;工作年限以１~３年和４~６年

为主,分别占４１４％、２８９％,未满１年的占２２５％,

７~１０年占７２％.
(二)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主要采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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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成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运用李克特５分量表进

行问卷设计(“１~５”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完全符

合”).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１．差序式领导量表采用姜定宇(２０１０)等[２９]结合

我国国情和文化编制的量表,量表有３个维度,共１４
个问题,具 有 较 高 的 信 度.本 研 究 量 表 的 α 值 为

０８５６,总的来说信度比较好(≥０７表示良好);该量

表的 KMO值为０．８８７(＞０７表示良好).

２．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的是 Tierney 和

Farmer[７](２００２)编制的量表,为单维度,共有８个问

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的α值为０８６８,总的来说

信度比较好(≥０７表示良好);该量表的 KMO 值为

０９０６(＞０７表示良好).

３．越轨创新行为量表采用Lin(２０１６)等[３]编制的

量表,此量表以我国员工为样本,更适合做我国的本

土研究,该量表为单维度,包括９个题项.本研究量

表的α值为０８６８,总的来说信度比较好(≥０７表示

良好);该量表的 KMO值为０．８８７(＞０７表示良好).

４．雇佣关系氛围量表采用 Ngo(２０１０)等[３１]编制

的量表,该量表为单维量表,包含６个问题.本研究量

表的α值为０８０１,总的来说信度比较好(≥０７表示良

好);该量表的KMO值为０．８４２(＞０７表示良好).

５．组织结构有机性采纳 Khandwalla[２７](１９７７)开
发的量表,单维度４个题项.本研究量表的α值为

０７００,总的来说信度比较好(≥０７表示良好);该量

表的 KMO值为０．７３４(＞０７表示良好).

６．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选择性别、

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考察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净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首先,本研究采取匿名填写

及随机发放的方法进行控制.其次运用SPSS２６０,

采纳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发现,

按特征值大于１的方法得到的第一个未旋转因子仅

解释总变异量的３００９１％(＜４０％),在可接受范围

内,说明同源偏差不严重.同时为了保证量表的有效

性,采用 AMOS２４０对差序式领导、创新自我效能、

雇佣关系氛围、组织结构有机性、越轨创新行为等５
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即检验原始数据,检验５
个变量间的判别效度.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

中结果可以看出,五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优于其他模

型,说明五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２中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得到各变

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１　变量构念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因子组合 χ２ df χ２/df RMSEA CFI TLI IFI SRMR

单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９１８４７４ ２５２ ３６４５ ００９７ ０７６９ ０７４７ ０７７１ ００７０
二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７５４０６７ ２５１ ３００４ ００８５ ０８２６ ０８０８ ０８２７ ００６６
三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７２９２５７ ２４９ ２９２９ ００８３ ０８３４ ０８１５ ０８３５ ００６５
四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６１２６５９ ２４６ ２４９０ ００７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５７ ０８７４ ００５８
四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１７０２３３９ ７７３ ２２０２ ００６６ ０７９０ ０７７７ ０７９２ ００６４
五因子模型 １、２、３、４、５ ４８２１４４ ２４２ １９９２ ００６０ ０９１７ ０９０５ ０９１８ ００５０

注:１．表示差序式领导;２．表示创新自我效能感;３．表示越轨创新行为;４．表示雇佣关系氛围;５．表示组织结构有机性.

　 表２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２８０)

变量 M SD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性别 １４２ ０４９５ １

２．年龄 １９６ ０９７９ －０４５７∗∗ １

３．学历 ３１５ ０６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４ １

４．WY ２２１ ０８７２ －０２６１∗∗ ０４５０∗∗ ０３５５∗∗ １

５．DL ３３２９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０ １

６．CSE ３５３７ ０５６８ －０２７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２∗ ０５６０∗∗ １

７．BI ３３８６ ０６１４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５２８∗∗ ０５８９∗∗ １

８．ERA ３５５４ ０５８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１ ０５０２∗∗ ０５９３∗∗ ０５４４∗∗ １

９．OOS ３４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７ ０５９６∗∗ ０５６６∗∗ ０６１１∗∗ ０６２７∗∗ １

注:WY表示工作年限;DL表示差序式领导;CSE表示创新自我效能感;BI表示越轨创新行为;ERA 表示雇佣关系氛围;OOS表示组织结构有机

性;∗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表示 p＜０００１(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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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序式领导与越轨创新(r＝０５２８,P＜００１)、

创新自我效能感(r＝０５６０,P＜００１)、雇佣关系氛

围(r＝０５０２,p＜００１)、组织结构有机性(r＝０５９６,

p＜００１)呈显著正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与雇佣关系

氛围(r＝０５９３,P ＜００１)、越 轨 创 新 行 为 (r＝
０５８９,P＜００１)、组织结构有机性(r＝０５６６,P＜
００１)之间显著正相关.以上统计结果初步验证了本

研究的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支持.
(三)假设检验

１、回归分析结果

(１)直接效应检验.如表３所示,模型 M１ 和模型

M３ 是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回归的

模型.在模型 M３ 的基础上,引入了自变量差序式领

导形成模型 M４ 可知,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

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β＝０４９９,P＜０００１),即假

设 H１得到证实.

(２)中介效应的检验.基于温忠麟等[３２]的中介检

验步骤,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

验.由表３可以看出,首先,将性别、年龄、学历以及

工作年限等变量进行控制后,差序式领导与新生代员

工的越轨创新行为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９９(P＜０００１),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差序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

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M２:β＝０５２４,P＜０００１).

最后,把自变量(差序式领导)与中介变量(创新自我

效能感)带入到回归方程中,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

感正向影响因变量越轨创新行为(由M５:β＝０５８３下

降到 M６:β＝０４２２,但仍显著),而自变量差序式领导

对因变量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减弱(M６:β＝０２６７,

P＜０００１),因此,表明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自

变量差序式领导与因变量越轨创新行为间发挥着部

分中介效应.因此,假设 H２得到初步证实.

表３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自我效能感 越轨创新行为

M１ M２ M３ M４ M５ M６

性别 －０２８６∗∗∗ －０１３４∗ －０２３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６
年龄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２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９２∗∗∗ －０１５３∗∗

学历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工作年限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差序式领导 ０５２４∗∗∗ ０４９９∗∗∗ ０２６７∗∗∗

创新自我效能感 ０５８３∗∗∗ ０４４２∗∗∗

F ７２８１∗∗∗ ２８９７０∗∗∗ ５０２２∗∗∗ ２２８５５∗∗∗ ３２９０３∗∗∗ ３３２３１∗∗∗

R２ ００９６ ０３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２９４ ０３７５ ０４２２
调整 R２ ００８３ ０３３４ ００５５ ０２８１ ０３６４ ０４０９

　　　　　　注:∗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表示p＜０００１(双尾).

　　(３)为了进一步证实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

应,使用SPSS２６０软件中的插件process３３程序中

的Bootstrap法进行验证,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中

可以看出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

直接 效 应 值 为 ０２６７,９５％ 置 信 区 间 为 [０１５５,

０３７９],不含０,说明直接效应显著,H１进一步得到

验证.同时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

的间接效应 值 为 ０２３２,９５％ 置 信 区 间 为 [０１５４,

０３２５],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说明间接影响是显著的.

故假设 H２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４　差序式领导、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越轨

创新行为间的Bootstrap分析结果

作用路径 效应 标准误 ９５％的置信区间

(差序式领导———
员工越轨创新行为) ０２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５５,０３７９]

(差序式领导———
创新自我效能感———
员工越轨创新行为)

０２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５４,０３２５]

　　２．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研究在多元回归

分析前对差序式领导、组织结构有机性和雇佣关系氛

围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其交互项.调节效应的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５.

表５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自我效能感

M７ M８ M９ M１０

性别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１∗

年龄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８
学历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工作年限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差序式领导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４６∗∗∗

雇佣关系氛围 ０４０６∗∗∗ ０４２４∗∗∗

组织结构有机性 ０３５７∗∗∗ ０３２８∗∗∗

差序式领导∗
雇佣关系氛围

０１８２∗∗∗

差序式领导∗
组织结构有机性

０１１１∗

F ３９７２９∗∗∗ ３８６３１∗∗∗ ３３８２６∗∗∗ ３０２９４∗∗∗

R２ ０４６６ ０４９９ ０４２６ ０４３８
调整R２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６ ０４１４ ０４２４

注:∗∗∗表示p＜０００１(双侧检验),∗∗表示p＜００１(双侧检验),∗表

示p＜００５(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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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模型 M９ 和模型 M７ 可知,创新自我效能感与

组织结构有机性(β＝０３５７,P＜０００１)和雇佣关系

氛围(β＝０４０６,P＜０００１)呈显著正相关.在模型

M９ 和模型 M７ 的基础上,添加相应的交互项,形成模

型 M１０和模型 M８.结果表明,差序式领导与组织结

构有机性(β＝０１１１,P＜００５)、雇佣关系氛围(β＝
０１８２,P＜０００１)的交互项分别呈显著正相关.因

此,假设 H３和 H４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反映组织结构有机性和雇佣关系氛

围对差序式领导与创新自我效能感间的调节作用,本
研究按照 Aiken和 West[３３]的方法绘制了图２和图３
所示的调节效应图,并结合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可

知,当组织结构有机性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差序

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２８,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９２,０３６５];组织结构有机性高于

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差序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

影响系数为０４６３,９５％ 的 置 信 区 间 为[０２９８,

０６２８];当雇佣关系氛围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差
序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系数为 ０１４０,

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７３,０．２７３];雇佣关系氛围高

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差序式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系数为０５１７,９５％ 的 置 信 区 间 为[０３８０,

０．６５３];并结合调节效应图２和图３分别显示出了低

组织结构有机性的斜率小于高组织结构有机性的斜

率,高雇佣关系氛围的斜率大于低雇佣关系氛围的斜

率.因此,假设 H３和假设 H４得到进一步证实.

表６　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分组统计

差序式领导———创新自我

效能感———越轨创新行为

效应 SE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组织结构有机性 M－SD ０２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２ ０３６５
组织结构有机性 M＋SD ０４６３ ００８４ ０２９８ ０６２８
雇佣关系氛围 M－SD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３ ０２７３
雇佣关系氛围 M＋SD ０５１７ ００６９ ０３８０ ０６５３

　　为了验证 H５和 H６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使用

SPSS２６．０ 软 件 中 的 插 件 process３．３ 程 序 中 的

Bootstrap法进行验证,结果如表７所示.
(１)随着雇佣关系氛围取值逐渐增大,差序式领

导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作用于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

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当调节变量雇佣关系氛围

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间

接效应系数为００６２,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０６,

０１５１],包含“０”,表明此时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当调

节变量雇佣关系氛围取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员工

创新自我效能感产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０２２８,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４４,０３２４],不包括“０”.上述结果

说明雇佣关系氛围水平越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作用就越强,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此外,在高、

低雇佣关系氛围水平下,创新自我效能感间接效应的

差异值为０１６６,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５８,０２７５],

不包含０,进一步表明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H５成立.
(２)随着组织结构有机性取值逐渐增大,差序式

领导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作用于新生代员工越轨创

新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当调节变量组织结构有

机性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

的间接效应系数为０１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１,

０１８６],不包含“０”,说明此时的中介效应显著.当调

节变量组织结构有机性取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员
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产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０２０５,置
信区间为[０１１４,０３０８],不含“０”.上述结果说明组

织结构有机性水平越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就越强,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此外,在高、低组

织结构有机性水平下,创新自我效能感间接效应的差

异值为０１０４,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１,０２２４],不
包含０,进一步表明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H６成立.

表７　被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

分组统计

差序式领导———创新自我

效能感———越轨创新行为

效应 SE
９５％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组织结构有机性 M－SD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６
组织结构有机性 M＋SD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１４ ０３０８

差异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１ ０２２４
雇佣关系氛围 M－SD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５１
雇佣关系氛围 M＋SD ０２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４ ０３２４

差异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８ ０２７５

图２　组织结构有机性的调节效应图

图３　雇佣关系氛围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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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传统文化情景下,构建了差序式

领导、创新自我效能感、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间

的理论模型,同时检验了雇佣关系氛围与组织结构有

机性对上述关系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差
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

用.第二,组织结构有机性与雇佣关系氛围调节差序

式领导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具体而言,当组织

具有高雇佣关系氛围或处于高组织结构有机性时,有
利于提高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而诱发更多的越轨

创新;反之,当组织雇佣关系氛围水平较低或处于较

低的组织结构有机性时,便会降低员工创新自我效能

感,进而抑制越轨创新的发生.因此,研究所构建的

模型得以验证.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１、本研究以新生代员工

为研究对象,基于差序格局,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色

彩背景下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

作用机制,验证了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丰富

了越轨创新行为前因变量研究;２、明确了雇佣关系氛

围和组织结构有机性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差序式领导

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填补了

情境因素对整个作用机制产生的重要作用.
(三)管理建议

本文对我国传统文化色彩背景下企业正确引导

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出如下建议:

１、越轨创新是新生代员工在处理创新悖论时自

发选择产生的行为.而差序式领导的宽容与偏袒是

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新生代员工在进行

越轨创新行为时,会受到组织规范和领导风格的约

束,相比于其它领导风格,差序式领导注重与内部新

生代员工构建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宽容员工失误,

愿意为员工提供试错机会,有助于诱发更多的越轨创

新.同时领导应该灵活地把握组织规范的松紧程度,

宽容员工对创新行为的不同选择,防止“圈子”固定

化,促进“圈子”内外员工流动.及时肯定内部新生代

员工对组织的付出,加强对新生代员工行为的引导,

使其采用符合组织规范进行创新行为,推动组织向前

发展.对待外部新生代员工,要及时沟通、包容与理

解,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外部新生代员工

的忠诚度,鼓励他们按照组织规范开展创新活动.当

领导者发现员工有偏离的倾向时,不应该直接否认或

支持员工,而应该综合评估该行为能否为组织带来

绩效.

２、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新生代员工创意萌发的重

要条件之一.拥有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会为自

己制定比较多的工作任务和较高的工作目标,且富有

风险性、挑战性与创新性.而本文进一步揭示出新生

代员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坚定有能力开展创新活动

的信心,更容易做出与社会规范冲突的越轨创新行

为.这不仅延伸了社会认知理论基于自我调节视角

的推断,更是打开了差序式领导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

新行为的影响路径“黑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判断新生代员工对其创

新能力的心理评估,有效地推测其行为趋势.而管理

者在面对发生越轨创新行为时,需要评估此行为能否

对组织产生绩效,从而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

３、组织应营造和谐的雇佣关系氛围,激发新生代

员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尊重员工、关心员工、信守对

员工做出的承诺,使新生代员工能够感受到组织和谐

的雇佣关系氛围.其次,组织应改变原有模式,建立

合理的组织结构,使整体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趋势,

从而使员工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四)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１、考虑到样本的可获得

性,本文调查对象主要选取的是北京、河北和云南的

科技与生产制造企业的新生代员工,在行业选择方面

不具有普适性.未来可以扩大样本收集范围,提高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２、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创新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效应,但可能会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在其发

挥中介效应,如心理所有权,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

考虑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它们的作用机

制.３、本文采取横截面数据,这可能导致差序式领导

对新生代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不够令人信服,后
续可以考虑纵向研究的方法.４、本研究选用的量表

大部分源于西方成熟的量表,可能有的题项并不能完

全适应我国情境,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未来可以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开发适应我国国情的新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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